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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图教学中学生的智能培养

毛德春

日照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山东 日照 262300

【摘 要】：教学实践过程中发现，要想学好《机械制图》这门课程，学生的智能培养是关键。那么教师如何在教学中对学

生进行智能培养。针对这个问题，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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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学能力的培养

自学能力是指学生能独立地、有目的、有成效的获取知

识的能力。要具备强烈的学习欲望、明确的学习目的、顽强

地学习毅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对于职业学校的学生来说这

些是不具备的，他们习惯于初中时期的学习方法，习惯于硬

性记忆。对教师的依赖心理较强，不善于自学，更谈不上有

自学的习惯和掌握自学的方法。因此，教师应结合机械制图

的教学工作，在教学过程中、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引

导和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最终达到上述要求。具体做法是：

1.1 教育学生明确自学能力的重要意义

首先：要让学生知道在学校里各门课程的学习只是基础

的知识，可以说只是入门，将来工作中用到这些知识还必须

继续学习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其次：将来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大量是未从学习过的东西，必须善于通过自学新的知识，才

能解决新的问题。第三：教学规律证实，学生只有能自学，

才能掌握学习的主动权。

1.2 引导学生学会复习本课程的教材

（1）教会学生能跟随教师的讲课阅读教材，并在教材

上做好标记，记出要点、重点等内容。

（2）要求学生课后及时复习教材、理清思路、进行小

结。

（3）带着教师提出的问题，阅读教材中的重点，预习

自学。

（4）指导学生阅读有关的国家标准和其它工具书。

（5）指导学生阅读有关参考书。

2 对空间想象能力的培养

空间想象能力就是根据二维平面的想象，想象出它的三

维空间的立体形状、相对位置、结构型式或运动轨迹等多因

素的形象。前者称“再造性形象”，即空间想象。后者称“创

造性形象”，即空间构思。两者有密切联系，前者是后者的

基础，机械制图课培养的重点在前者。

对于职业学校的学生来说，空间想象能力是很差的，因

为他们没有学习立体几何，对此教师要有思想准备，要把教

学起点放低。汽修机械制图通用教材的第一章，是用观察的

方法使学生初步了解机械图样和物体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

对应只是粗线条的、轮廓性的对应，给学生以感性认识，并

且对简单基本体的三视图，直观地讨论了三个投影的三等关

系，也介绍了初步读图知识。这样即符合职业学校学生的实

际，也符合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由表及里的认识规律，

为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开了个好头。在此基础上教师应

做如下工作：

第一，教师在讲授点、线、面的投影时，都要紧紧地与

简单的基本几何体联系起来。通过已知简单基本几何体投影

图中的点、线、面的投影，确定它们在空间立体上的位置及

它们的名称，再找出已知点、线、面在立体空间上的位置。

通过在投影图中找出对应的投影及它们的名称并进行反复

练习，使学生既直观了解了点、线、面及基本几何体的投影

原理，又体会到空间立体是有点、线、面组成的，这样既培

养了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又为表面上取点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第二，强化点、线、面投影的语言训练。利用复习提问

的方式反复进行，达到教师讲到名称，学生就能说出投影的

特点，并能迅速的画出投影图，这样为线面分析打下良好的

基础。

第三，在讲基本几何体投影时，也要把三视图与空间立

体之间紧密的联系起来。并做到：

（1）尽可能使三视图典型化、公式化。例如，棱柱、

圆柱都有两个视图为矩形；棱锥、圆锥都有两个视图是三角

形。这样做对学生记图和想象空间形状十分有利。

（2）使学生明确树立“一图为一体”的观念。即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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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就是空间一个立体的投影，这样做有利于学生利用线面

分析法想形状。同时也为组合体中形体分析法”一框为一体

“打好基础。

（3）用类比的方法使学生加强理解。三个视图中，其

中有一个能反映基本几何体的特征称“特征视图“。例如，

三棱锥和圆锥都有两个视图是三角形，只有一个视图是不同

的（三棱锥是三角形，圆锥是圆），这个视图就是特征视图。

理解特征视图有三个要点：①看图时抓住特征视图想形

状。②画图时从特征视图入手。③标注尺寸时，将定形、定

位尺寸尽量集中标注在特征视图上。

第四，运用形体分析法，进一步培养空间形体分析和空

间想象能力。具体做法如下：

（1）教给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思维方法的实质：树立组合体的一个视图为几个基本

体，一个图框为一体的观念。具有对组合体的三视图能分解

成若干基本体，再组合成一个整体的思维能力。工作方法的

实质：抓住组合体的特征视图划分为若干个图框；抓住每个

图框即基本体的特征视图，认清基本体的形状和组合体上的

相对位置，从而认清组合体的整体形状。

（2）教给学生看图的方法和步骤，可以归纳为一个认

清、一个方法、一个步骤。

一个认清：如果三视图属于大的图框，则为切割类组合

体；如果大的图框接小的图框则为叠加类组合体；如果图框

又接又包则为综合类组合体。认清组合体，有利于看图分析。

一个方法:以形体分析法为主看整体，以线面分析法为辅

看细节。

一个步骤：抓住特征视图，初步了解，划分各线框，逐

个分析，认清各个“形”和“位”，综合想象。

第五，培养发散思维，是学生初步形成空间构思能力。

以典型的图例加强练习：例如已知两个视图，但第三个

视图有多种情况，并对应空间有不同形状的立体；或已知一

个视图，可以组成多种情况的第二、第三两个视图，并对应

空间有各种不同形状的立体。让学生在自己准备的情况下，

进行讨论，要求学生画出轴测图，用以培养发散思维，并初

步形成空间构思能力。

3 对视图表达能力的培养

第一，使学生明确视图选择的基本要求是：清楚、完整、

并正确地表达出结构形状。

第二，随时注意视图、剖视图、剖面及其他表达方法的

基本原理、画图和标注，以及各种图样画法的应用场合等内

容的复习巩固，并启发引导学生灵活应用这些基础知识。

第三，了解零件选择表达方案的基础，可分两步进行。

首先要了解零件在机器（或部件）中的位置和作用进行形体

分析，弄清楚零件是由哪些基本形体组成的，以及它们之间

的相对位置和连接关系。结构分析是从整个机器对零件的要

求出发，全面而确切的认识零件的构造和形状，从而分清主

要结构和次要结构。进行结构功用分析时，应注意结合学生

现有的机械常识方面的初步知识，既要使学生能全面的了解

零件，又不要把问题引导的过宽，超过大纲的要求和学生的

实际水平。

第四，选择主视图的原则，应该注意突出形体特征和突

出位置特征。突出形体特征，就是要正确的选择主视图的投

影方向和表达方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但选择表达方法常

常容易被忽视，故应特别注意。突出位置特征是要尽量符合

零件的加工位置和工作位置。由于零件的结构形状不同，有

时工作位置和加工位置一致，可以同时保证。但经常两者不

能兼顾，就要根据习惯和经验，结合零件的结构形状、特点、

功用具体分析，恰当选择。

4 对标注能力的培养

学生的标注能力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尺寸的标注能

力，二是技术要求的代号、符号的标注能力。

第一，尺寸标注的能力，教师要有计划、有步骤的逐步

培养提高。

（1）平面图形的尺寸：应明确要求：正确、完整、清

晰、合理。明确基准：长、宽两个方向。明确两种尺寸：定

形、定位尺寸。

（2）基本几何体的尺寸：要求同上。基准有三“长、

宽、高”三个方向。定形、定位尺寸应尽量集中标注在特征

视图上。

（3）组合体的尺寸标注：要求同上。基准也有三个主

要的，还有辅助的基准。要用形体分析法，先标注每个基本

体的定形、定位尺寸，再标注总体尺寸，应注意截交线、相

贯线不注尺寸。

（4）零件图的尺寸标注：要求“合理”，使所注尺寸

应符合设计和工艺的要求。还应着重讲清尺寸基准的概念、

种类及选择。

第二，要具有标注公差与配合代号、形位公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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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学生了解并能用语言文字说明上述代号、符号

的含义。

（2）能正确、熟练的标注在图样上。

总之，以学生智能培养为主体的教学过程，应该是学生

积极主动探索的过程。本文的重点，也在于以学生能力培养

为基础，探讨机械制图教学中能力培养的几个途径，使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更能发挥其应有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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